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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简介：

①课题来源与背景 （一）经济发展客观需要。技术变革对经济活动具有扩展与延伸功
能，可反映经济活动的深度化、精致化及多元化。当前，广州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处在
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，技术融合与产业升级对实体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起着不可或缺
的作用，努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，是加速产业形态由“广州制造”向“广州创
造”跃升，使广州市全面融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，并跻身高端价值链环节的迫切需求。 
（二）本土产业调整升级的需求。广州处于粤港澳大湾区9+2城市集群的A字形结构顶端
与中心位置，是湾区典型的核心与枢纽中心城市（温国辉，2017），其就业人数结构与产
业产值结构，均体现出工业化成熟期的特征（庄俊明，2017）。推进新兴技术扩散融合，
以利用技术变革与能力改造传统实体经济，培育产业新动能，积极发展广州产值比重最大
的金融服务、现代物流、软件与信息服务和中介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，是广州市产业调整
升级的需要，对实现创新驱动实体经济转型发展有着较大的意义。 （三）实体经济转型
发展的新动能。实体经济的未来形态就是在云端用人工智能处理大数据。新常态的核心问
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、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，而商业智能汇聚新兴技术而成的
新动能，为传统产业的实体经济价值链与产业供给端全要素提供能效。商业智能与实体经
济融合后的企业组织形态，将具统一性、整体性的“经济实体”特征。 ②研究目的与意义 
课题的主体内容是广州推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研究，研究成
果将新经济常态下的商业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落地作为实质体现，为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
工智能等技术创新扩散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探索落地提供可能。研究成果重点回答了如下三
个问题：第一，尽管业界认可在新经济常态下，商业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对经济活
动具有扩展与延伸功能，可反映经济活动的深度化、精致化及多元化；但商业智能的内涵
属性与内生性动因是什么？第二，企业组织管理者同样认同商业智能在战略管理、竞争优
势与价值创造的核心效用；但商业智能是如何产生核心效用的？其内在作用机理如何？第
三，部分学者也认为商业智能凸显了竞争优势，但业界仍然发现企业组织在施行商业智能
后，存在获得显著性收益、未达预期与收益反降三种不一致的结果？ ③主要论点与论据 
（一）创新性的从组织演化理论与朴素动态能力观点，进行商业智能概念模型的操作性定
义和实证研究；涵盖组织演化理论和动态能力思想的商业智能概念模型，扩展了商业智能
理论边界，以延伸商业智能系统能力在商业实践中的理论价值； （二）利用扎根理论总
结归纳了以往对商业智能、动态能力和战略管理等独立领域的研究文献和理论概念，将商


